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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透過長期的經絡研究、臨床診治以及撰寫經絡書，深深體會可以

經絡系統來驗證許多中醫傳統的理論，也讓我們臨床上更具體的診治

切入點。以下將與同道分享兩個篇章以經絡系統來體現中醫婦科理論。

內容主要摘自拙作《經絡解密》系列書卷三脾經與卷四心經，為了便於

同道閱讀，特別放在同一篇文章中，並加入臨床診治經驗。

篇章一、脾經系統與婦科的關係

依據《靈樞•經脈》有關脾足太陰之脈在胸腹部的循行，只有「入腹，

屬脾，絡胃，上膈」八個字，許多經絡圖譜也依此畫成一條直線。但參

酌後世相關書籍的記載，脾經經脈在胸腹部有多個交會穴，我們因此將

交會穴納入經絡圖，發現脾經經脈在胸腹部的實質循行以「之」字形連

接人體中線：

脾經經脈從下肢陰面前線向上走到大腿根部，從鼠蹊（腹股溝）進入下

腹部之後，循行開始有了曲折變化，如下圖。

脾經胸腹循行路線圖
數字紅底者為交會穴位或部位，
黃底者為本經穴位區。

以經絡系統體現中醫婦科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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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脾經如何從腹部開展出神奇的縫合線：

 通過鼠蹊，彎曲向中線靠攏，交會任脈的中極穴和關元穴（肚臍以下）；

 彎曲向外側行，回到脾經路線，連接自己的穴位腹結穴，向上抵達與肚 

 臍相平的大橫穴；再彎曲向中線靠攏，交會任脈的下脘穴（肚臍以上）；

 彎曲向外側行，交會膽經的日月穴＊，肝經的期門穴；

 向上穿過橫膈，向外上側行，回到脾經路線，連結自己位於胸部的穴位。

 脾經這條胸部路線與肺經在同一條縱軸上；

 從本經的周榮穴向上交會肺經的中府穴（周榮穴就位於中府穴的正下方）， 

 再向上挾咽，連舌本，散舌下。

 再從周榮穴向外下方抵達本經最末穴大包穴。

 ( 有條支脈再從胃，上過橫膈，注於心中）

 ＊有些書籍無日月穴，有些書籍有膻中穴

 脾經特地轉彎去交會其他經脈處，都是沒有脾經穴位的地方，這一切填 

 補得天衣無縫，令人讚嘆！

 脾經在胸腹部形成三大結構特性，下圖是將雙側胸腹循行合併，可以更  

 清楚看出脾經所過的幾個重要部位和所形成的特殊功能性區域。其中「

 腹胸慈母線區」和「胸部夾乳區」與婦科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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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胸慈母線

 

脾經從府舍穴進入腹部，從中極穴蜿蜒到下脘穴，向上經過腹哀穴到中

府穴，在腹部及胸部各自連結成為一個方塊區域，我稱之為「腹胸慈母

線區」，與脾經經筋有密切關係。雙側「腹胸慈母線區」，幾乎包覆了

體腔所有的部位。

胸部夾乳區

脾經經脈主脈從期門穴上膈，循胸向上至周榮穴，再向上交會肺經的中

府穴。另條支脈從胃上膈，最後注入於心。這兩條經脈合起來的區域稱

為「胸部夾乳區」。腹胸慈母線包含下腹骨盆腔，胸部夾乳區特別包覆

乳房為脾經經筋建立婦科系統很重要的生理結構。

脾經經筋形成的特殊簍子結構，是脾主升清和婦科系統的重要結構

中醫理論提到脾臟有主升清，特別是升提以固定體內臟器的功能。脾臟

這項特殊功能其實是由脾經經筋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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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經經筋在胸腹部的循行：「聚於陰器，上腹，結於臍，循 腹裏，結於肋，

散於胸中。其內者，著於脊。」

 本經筋從下肢上行，結聚於陰器，然後分出內外兩線：

•外線：走在腹部及胸部。

從陰器上腹，結於肚臍，進入腹部，循著腹部的裡層向上走， 結在所有

肋骨的內側面，再向上連到胸骨，散布於胸廓之中︒

•內線：走在脊椎的內側面。

從陰器連結脊椎，並附著在脊柱內側面上︒

這樣的循行，在體腔內形成特殊類似簍子的結構，請參閱下圖。

 

                脾經經筋在胸腹部的循行圖、捷運圖和簍子結構

脾的母性特質與女性生殖系統密切相關，脾經這個經筋所形成的簍子，  

除了提供脾臟特有的結構基礎，向上升提，固定臟器之外，如同古早時

代母親用來承載保護孩子的簍子，這些特質都深深影響女性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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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經經筋與婦科經帶胎產的關係

《內經》有關月經失調的論述是：「 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

女子不月。 」二陽是指同屬陽明的腸胃 。 由於心主神志，脾主思，心

脾有病可以因情緒問題；另一種說法是，脾主化血，心主血脈，心脾有

病也可以因氣血生化不足，營養失調。

綜合論之，腸胃為大胃王組合，功能差則營養吸收不足，脾病則養分無

法輸送給心，心的氣血不足導致心病，心不能主神志，心火不能助脾土，

脾也因思慮過度而情志鬱結，消化功能異常加 上情緒失調，致使大小便

不利，女子月經閉而不來。

脾主運化，卻與女性的婦科問題有關聯，可見飲食及情緒對於女性的影

響很大。《內經》同時也指出心脾胃與婦科的關聯性：女性的經血屬於

血分，心脾胃都與血分有關，胃主受納腐熟水穀， 提供製作氣血的材料，

脾主運化，是血液的來源，心主血脈，是血液的展現，一旦心脾胃生病，

氣血的生產化源不足，衝、任兩條經脈失於濡養，就會讓人形體消瘦，

月經量逐漸減少，嚴重者，無血可出就變成閉經了。

現代女性常以減少飲食做為減肥的手段，殊不知月經之血來自脾胃與心，

如果飲食嚴重錯亂，脾胃心功能跟著失調，不僅月經不來，甚至還會出

現厭食症而死亡。

了解脾與女性的關係之後，接下來介紹女性的生理特色。女性的生殖特

色與男性大不相同，女性四大生理特質分別為經、帶、 胎、產。

 【經】：代表月經。

 【帶】：代表帶下，指陰部分泌物。

 【胎】：代表受孕及懷胎。

 【產】：代表生產過程及產後的照護。

女性這四項功能都在脾經經筋的簍子裡運作，因為脾經經筋結在陰器，

前後包覆骨盆腔，女性的生殖器包括陰道、子宮及卵巢都在其中，其功

能當然深受脾經經筋影響，所以脾臟對於女性一生的影響至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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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脾主生血統血，又能祛濕，「血」與 「濕」都跟女性密切相關。

月經週期及血量質地等都與氣血有關，不正常的帶下與濕有關，胎產的

過程與脾經經筋更為密切。

脾經經筋所形成的簍子，與胚胎在母體內成長的型態很相似（如下圖）， 

脾經經筋的簍子也像懸吊起來的搖籃，給予胚胎安全的生長環境，緩衝

外來的衝擊；而且向上提升的力量也能避免滑胎流產。

當胎兒足月將要臨盆時，脾經簍子會向下滑墜，脾經經筋附著在腰椎的

地方，會有強烈的酸楚沉重感，好像快要折斷一樣，許多準媽媽都有這

類經驗。接下來脾經簍子開始收縮 ( 現代稱子宮收縮 )，將胎兒推至陰道

分娩而出。

 

脾經絡穴公孫穴加上通衝脈，能治生殖系統之證

公孫穴與生殖系統的關係，可從穴名上先做想像：在人倫關係上，男人

必須有了「孫子」才會變成「阿公」，因此公孫穴與傳宗接代有關。

公孫穴身為脾經絡穴，當然可以透過脾經經筋所形成的簍子結構來維持

經帶胎產正常運作，尤其公孫穴又通衝脈，衝脈循行至陰器，古人稱衝

脈為「血海」， 透過衝脈的連結關係，加強了與生殖系統的關係，因此

臨床上常用公孫穴來調理月經、治療各種婦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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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經病人在脾經經筋有明顯的異常結構

脾經經筋病候中「 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 」，類似女性月經的痛經

症狀。從髀到陰器這段路線，就是所謂的鼠蹊或腹股溝，臨床上發現，

許多長期且嚴重痛經的病人，這段路線會變得非常寬大腫硬，亦即鼠蹊

部位會從凹溝結構變成山丘結構，連帶同側髂骨和下腹也變腫，用手壓

腹部，病人痛到縮肚子甚至會尖叫。許多病人這時才發線自己下腹部竟

然變得這麼腫這麼痛。這個異常結構如果沒有調整，痛經很難有所改

善。透過鬆開腹股溝結構之後，不僅痛經得以明顯改善，月經的質與量

也會跟著調整。

不僅痛經病人會出現腹股溝腫硬，也會出現在許多婦科病，甚至骨盆腔

的婦癌，可以算是這些疾病的前哨站。臨床在處理這個異常結構的首選

經絡當然是脾經，選用三陰交，陰陵泉及血海穴為主，也可配合膽經的

丘墟，肝經的蠡溝等，同時調整結構和通暢氣血。

在衛教方面，出現這類結構的病友，通常坐姿不良很愛翹腳，建議不要

再翹腳，可揉按脾經的三陰交、陰陵泉和血海穴，或敲打膽經，都是不

錯的自我保健方法。

由於脾經系統涵括消化系統和婦科系統，一些喜歡喝冷飲、吃香喝辣的

女性也會出現這類結構。另外有些婦科疾病會與消化疾病混淆，卵巢癌

就是一例。

卵巢癌被稱為「女性最沉默的殺手」，早期幾乎沒有相關症狀，一位卵

巢癌患者說，身體從來沒有不舒服的情況，做一般體檢時才赫然發現，

感到難以置信的錯愕！確實，半數以上的卵巢癌患者，初期可能沒有什

麼症狀，若有，都是以腸胃症狀為主，如下腹脹痛、噁心嘔吐、食欲不

佳等，甚至月經也很正常，所以通常會在腸胃科診治，直到病情持續加

重，發現是卵巢癌時通常已經是末期。因此臨床上，可以透過脾經系

統，如太白配公孫加內關以治中焦為主，三陰交配血海加太衝以治下焦

為主，以達中焦脾胃和下焦婦科共治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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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二、心經與婦科的關係

心主管與婦科有關的胞脈

前文介紹「 二陽之病， 發心脾， 有不得隱曲， 女子不月。 」心與脾

與婦科的關係外，《內經》還提到：「 月事不來者， 胞脈閉也。胞脈者，

屬心而絡於胞中。 」這裡提出很重要的觀念「胞脈」。

對於女子來說，血是最重要的物質，無論月經或妊娠都需要充足的血

液。「胞脈」顧名思義是聯絡胞宮（即子宮）的專屬經脈，以供應胞宮

血液與養份。心主血主脈，胞脈屬於心，再向下絡於胞宮，表示心臟很

重視傳宗接代以保留優質的血脈血統，特 地開展一條「胞脈之路」。

心經在腹部的循行表面上是「下膈，絡小腸」，子宮就位於小腸下方的

骨盆腔內，位置非常親近，所以「小腸」不僅是小腸，還包括胞宮在內，

心經經脈隱含胞脈在內，從而讓心經與小腸經跟婦科建立密切關係。

隋代巢元方等人所編著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現存第一本病因學、病

理學與證候學專書，書中指出：

「 手太陽小腸之經也，為腑主表；手少陰心之經也，為臟主裏。此二

經共合，其經血上為乳汁，下為月水。 」書中還舉例說：「 婦人月水

不利者，由勞傷血氣，致令體虛而受風冷，風冷客於胞內，損傷衝、任

之脈，手太陽、少陰之經故也。 衝脈、任脈之海，皆起於胞內。 」

心經經脈在腹部的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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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水即經血之意。由於衝脈任脈皆起於胞內，與胞脈相關， 因此胞宮

之內的經血，由心經、小腸經及衝任二脈共同統領。

該書共有 10 條條文應用此概念來說明月水不調、帶下及漏下等病候，

病因大致都是勞傷氣血、體虛受風冷等，致使風冷之氣客於胞宮之內，

損傷衝脈、任脈二脈，也影響手太陽小腸經及手 少陰心經。手太陽少

陰二經專責調節胞脈的經血，向上輸送至心臟所在的胸部則變化為乳

汁，向下輸送至小腸所在的下腹則變化為月水。如果胞脈運行失常，

如經血當下而不下就會導致月經失調。

關於胞脈失常的原因，《內經》另指出「 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

故月事不來也。 」心與肺同居胸部，肺氣協助心臟推 動血液，如果氣

上迫肺，使得肺氣停滯於上部，心氣也跟著無法下通，胞脈閉阻，月

經就無法如期了。

臨床案例：

一位中年婦女左側乳房有囊腫，局部經常疼痛，左側手臂心經循行路

線也有疼痛感，月經已經數月未來。我們就在心經路線上的腫起或顏

色暗沉處加上艾灸，沒想到第二天月經就來了，血量超級多，但病人

覺得身體很輕鬆舒服，左側乳房痛感明顯減輕，左臂心經路線已無疼

痛。這是因為氣血瘀滯在胸部的乳房，雖然未形成乳汁，卻干擾經血

下行到胞宮，導致月水不調，月經停止。

另外，由於胞脈連結心臟與胞宮，產婦在坐月子期間若以手碰觸冷水，

寒氣很容易透過手部的心經系統上行到心，再沿著胞脈進入胞宮。脾

經與胞宮關係密切，一旦寒氣傳入胞宮，也會影 響脾經，脾胃主四肢，

寒氣流入四肢關節，痹阻經脈，等到年紀 大了之後，氣血循環能力變

差，就會出現四肢關節疼痛，甚至變形的情況。

有關妊娠的診斷，《內經》說「 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

這就是中醫師可以透過把脈測知懷孕的秘密。懷孕期間需要大量的血

液來照顧胎兒，準媽媽體內血液就會集中到骨盆腔，中醫稱 為「聚血

以養胎」，這些血液主要透過胞脈輸送，當然也會反映在心經經脈上

而出現異常蓬勃的脈動，特別飽滿滑利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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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病源候論》也說明產後無乳的原因：「 妊娠之人，月水不通，初

以養胎， 既產則水血俱下，津液暴竭，經血不足者，故無乳汁也。 」

胞脈之血在懷孕時用來養胎，生產時如果大量出血，本來就經血不足

加上來不及補充時，就會出現產後無乳汁的情況。

許多媽媽也發現，產後如果持續哺乳，通常月經就不會來或月經有來

但量少，月經來了之後，乳汁相對減少，這是因為乳汁跟月水都來自

同一個源頭「胞脈」的關係。

在《金匱要略》婦人病篇章中，無論是治療婦人宿有癥病的桂枝茯苓

丸，或婦人年五十所，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的溫經湯，都用得

到桂枝。參酌《內經》有關「 胞脈屬心而絡於胞中 」 的病位思考，

以及《諸病源候論》「 風冷之氣客於胞宮之內 」的病性思考，歸經

入心的桂枝也可視為溫通胞脈的代表藥。

結論：

自古以來，深不可見的經絡系統雖未被系統性討論，但睽諸歷代醫家

的著作以及臨床經驗，在在驗證經絡系統在體內的運作及關鍵性功能。

本文分享脾經經筋所形成的簍子結構，是支持婦科系統重要的升清與

運化功能；心經經脈隱含著「胞脈」這條從心到胞宮的直行道路，深

深影響女性的月經與乳汁。

脾臟與心臟與血液的生成、運輸有關，對於以血液為主的女性而言，

兩條經絡系統的功能尤為關鍵。透過對於經絡系統的掌握，臨床時，

對於婦科疾病能早期診斷病情，並能給予適當的治療。


